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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7)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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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柏科(常熟)电机有限公司、千里马机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冀凯河北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北人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鼎恒实业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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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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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显程、邱城、奚道云、孙婷婷、陈玉霜、陈永雄、李海庆、吉小超、范立国、李文海、邢志国、王秀腾、徐永、
宋占永、迟永波、朱丽娜、李山梅、孙鹏、周超极、丁海林、苏成明、王景桓、魏鹏、李轶、冯帆、吕绍林、林涛、
程敬卿、唐国华、朱劲平、侯欢欢、李玉杰、陈正泉。

Ⅰ

GB/T40727—2021



再制造 机械产品装配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再制造机械产品装配的一般要求、再制造装配过程、主要装配方式,以及再制造产品

装配质量检验、标识和信息管理、安全与环保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再制造机械产品的装配过程,其他再制造产品装配也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7611 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通用要求及标识

GB/T28619 再制造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861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一般要求

4.1 应综合考虑零部件的材质、功能、尺寸、批次数量、装配精度要求、企业相关技术文件要求等因素,
选择适用的再制造装配工艺、规范、方式和方法。

4.2 应根据装配产品质量要求和再制造装配技术文件进行装配和检验,技术文件应包括再制造零部件

资料、装配工艺文件、装配作业指导书、装配关键工序过程确认记录以及装配质量检验规范或作业指导

书等内容。

4.3 装配前零部件应进行质量检测,表面质量、尺寸精度和表面清洁度满足装配要求。除有特殊要求

外,装配前零部件的尖角和锐边应倒钝。

4.4 对有动平衡要求的零部件,装配前应进行重量分选和平衡检测等。

4.5 装配过程零部件之间应避免产生损伤,影响产品质量。

4.6 装配环境(如温度、湿度、降尘量、照明、防震、空间等)应符合产品装配技术文件规定。

4.7 应配备必要的量具、检具等检测工具和设备。

5 再制造装配过程

5.1 再制造装配过程应按照装配流程进行,以保证产品装配精度和装配质量。再制造机械产品装配一

般流程参照附录A。

5.2 应综合考虑装配精度、零部件材质等因素,参照附录B选择互换法、选配法、修配法、调整法等适用

的装配方法。
1

GB/T40727—2021




